
銀行作為百業之母，有最先探知經濟氣候變化的

特質，作為經濟的寒暑表，銀行的投資布局或多或

少反映未來資本走向。華僑銀行集團行政總裁黃碧

娟昨表示，集團未來3年擬在大中華地區投資15億

港元，發展技術平台、產品和設施等，同時擬擴大

在大中華區的區域工程中心，未來3年在內地增聘

逾300名技術人才，以支持集團的數碼轉型。她強

調在「中國＋N」發展趨勢下，加碼投資是希望把握

大中華地區及東盟之間的聯動機會，集團亦看好香

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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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銀行斥15億元
投資大中華地區

擬擴大區域性工程中心
◆ 吸引優秀的軟件工程師以支持集團數碼

轉型

◆ 達成集團的業務成長目標

未來3年在內地聘請逾300名人才
◆ 增加具技術專長及高技能的勞動力

◆ 開發具成本效益且成熟的金融科技產品

華僑銀行集團稅前利潤（貨幣單位為新加坡元）

大中華區大中華區

其餘地區其餘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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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國家主席習近平表明建設金融強國，
就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國家開放的

大門只會愈開愈大，因此近年吸引了大
批金融機構為區內增長、為中國潛力趕
來尋夢，國家亦堅持「引進來」和「走
出去」並重，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
開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是國
家「一國兩制」下的金融中心，當國家
建設金融強國，為香港創造新質金融動
能，有金融機構則瞄準在資本雙向流動
下帶來的龐大機會。

大中華區相關收入按年升39%
華僑銀行集團以香港和新加坡為兩個
主要業務中心，該行去年東盟業務的大
中華區企業客戶按年增加45%，與大中
華區相關的收入按年上升39%。黃碧娟
昨表示，據其觀察，資本一直流動，目
前到東盟發展的大中華區企業持續增
加，主要以國企為主，新經濟企業亦有
所增加，例如電池製造、電商、金融科
技、生物科技、電子競技等。
問及為何加大對內地投資，黃碧娟則
指，內地經濟規模龐大，因此官方今年
5%經濟增長目標仍是可觀增長。受地緣
政治影響，部分西方國家銀行因地緣政
治將資源調回本國，令金融市場經歷如
過往般的不同整合，而集團以亞洲作為
基地，一些客戶轉而與他們商討合作，

故看好該行可受惠大中華區與東盟之間
的業務連結。

投資10億優化香港技術平台
另外，集團亦計劃投資10億港元優化
華僑銀行香港的技術平台。華僑銀行大
中華區總裁及華僑銀行香港行政總裁王
克表示，期望未來5年，華僑銀行香港可
晉身全港十大銀行之一，並期望可錄得
雙位數收入增長，增長動力料主要來自
「一個集團」策略、透過數位化滲透不
斷增長的新興業務領域，以及提供區域
財富管理解決方案。華僑銀行香港現時
有逾2,400名員工，以去年利潤計，該行
是香港首12大銀行，目前正服務逾20萬
用戶。
華僑銀行是新加坡成立時間最早的本
土銀行，在1932年由三大華資銀行合併
而成，當中最早的成立於1912年。以資
產規模來說，華僑銀行目前是東南亞第
二大的金融服務集團。該行及其附屬公
司向客戶提供商業銀行、專業金融和財
富管理服務，包括個人業務、公司業
務、投資業務、私人銀行業務、交易銀
行業務、財資業務、保險、資產管理和
股票經紀業務。主要市場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和大中華地區，而其私
人銀行服務由其全資附屬公司新加坡銀
行提供。

華僑銀行在大灣區布局

香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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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面對近年激烈競爭環境，不少人將之與鄰近地
區如新加坡等作比較。新加坡銀行私人銀行總監（大
中華區）及香港分行行政總裁陳偉名昨表示，對香港
前景感到非常樂觀，有信心香港將繼續成為連接中外
的橋樑，看好香港將續為亞洲區內主要的金融中心，
在與新加坡互補下可共同繁榮，他亦預期至2027年
香港將成為世上最大記賬中心（booking centre）。
新加坡銀行總部設於新加坡，目前在新加坡及香港

等地均有業務，提供包括家族辦公室諮詢業務。對於
香港近年積極出招吸引家族辦公室落戶，不少人亦將
之與新加坡作比較，問到客戶會如何選擇家族辦公室
地點？陳偉名回應指，主要是取決於客戶家族的需
要，事實上有客戶在兩地都有設立家族辦公室，所以
並非「零和遊戲」，他認為兩座城市可以共同繁榮，
同時有互補功能。

目標3年後港AUM增50%
陳偉名亦提到，隨着客戶資產增加，他們更着重分

散資產，香港將繼續作為內地與全球的連接者，看好
香港的業務前景。該行目標在2026年，香港業務的
資產管理規模（AUM）較2023年年底增長50%，他
指該行人才和文化有助支持增長，自2017年至2023
年該行客戶經理增加40%，今年首4個月再增15%，
在一兩年後可開始收穫業務增長，另外其產品、服務
以及科技亦有助實現目標。
新加坡銀行屬華僑銀行旗下的私人銀行，該行業務

網絡覆蓋全球，在香港、新加坡、迪拜、菲律賓、馬
來西亞、英國和盧森堡均設有業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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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銀行未來3年加碼投資
撐港連接中外角色不變 布局大中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Aspire昨宣布，已成功
取得由香港海關發出的金錢服務經營者（MSO）牌照，將提
供一系列整合性的金融解決方案，包括開設本地商業賬戶管理
應付和、收賬款、國際支付及支付網關。
香港投資推廣署金融服務及科技環球總裁梁瀚璟昨歡迎
Aspire進駐香港，他表示，香港為全球初創企業和金融科技企
業提供一個蓮蓬的生態系統，有利企業成長和創新。
Aspire行政總裁Andrea Baronchelli則形容，「香港是亞洲區內

充滿活力、商業觸覺敏銳的創新中心，始終為打造高度安全穩定的
金融科技基建努力不懈。」他表示非常榮幸能與香港監管機構緊密
合作，共同開展此令人振奮的新篇章。他說，隨着香港數碼經濟的
迅猛發展，市場針對可靠的整合性金融方案，其需求十分迫切。
據了解，Aspire自2018年成立以來，已從投資者手中籌集超

過3億美元資金，並於近期獲選為全球最有前途的百家金融科
技初創企業之一。其亞洲客戶群超過15,000家企業，公司更於
2023年宣布實現盈利。

新加坡金融初創Aspire進軍香港

特區政府在美推介港平台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民
建聯昨下午舉行「數字經濟交流
會」，政策倡議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邀請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陳純與
立法會議員就數字經濟、Web3.0發
展等議題進行交流。陳純在交流會
上指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強區，
在傳統金融方面有顯著優勢。在
Web3.0 時代，香港若盲目跟隨他
人，風險無法避免，香港需利用
Web3.0的技術特點，在空間邊界清
晰、生產力大發展、防風險方面進
行創新。香港是發展Web3.0的「沙
盒」，在風險管理下推動更多創新
應用場景，相信能對中國數字經濟
發展起到很大作用。

倡以現實資產代幣化為核心
陳純形容，Web3.0 即代幣經濟，
基於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性，可以給
非平台內部的參與者更多的話語
權，例如防止數據的多重使用，從
而令數據本身產生更高的價值，構
建一個公正、公平、可信的網絡信
息空間，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商業
活動。在陳純看來，基於香港的技
術設施和獨特優勢，Web3.0發展應
以服務實體經濟為主，推動應用創
新探索，比如將傳統金融、實物資
產數字化，發展以現實資產代幣化
為核心的數字資產業務，提高資產
流動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透明
度，使香港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佔
據數字金融中心地位。
「Web3.0不是簡單的虛擬貨幣，而

是要研究怎麼樣促進實體經濟，香港
有很好的優勢，法律法規完善。」陳

純形容，市面上的虛擬貨幣發展是一
路狂奔，但香港是一個「大沙盒」，
要考慮風險、要有清晰的邊界進行管
理，當有負面事件發生時可找到原
因。香港要通過金融屬性、傳統服務
業形成獨特的生態，相信能對中國數
字經濟發展起到很大作用。
陳純進一步表示，數字經濟是一

個三元空間的融合。回顧過去，人
類社會中的金融管理一直有一套完
善的制度，但是當完全進入網絡資
訊的空間，通過數字貨幣進行交易
時，香港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來應對
這些問題。即使在網絡資訊空間中
使用區塊鏈技術，依然需要確保其
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體現。在資訊
空間中，為了促進生產發展，可以
不受實名制的約束，但是當涉及道
德倫理問題時，就需要技術手段來
控制風險。管理體系的設計需要剎
車機制，在風險通過網絡資訊空間
可能被放大或降低，建立一種「沙
盒」管理制度非常重要。例如，發
行穩定幣時，應限制其規模在一定
範圍內，比如2億或 20億元，並確
保管理邊界清晰。

陳純：港可貢獻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陳純（左二）指，香港需利用
Web3.0的技術特點，在空間邊界清
晰、生產力大發展、防風險方面進行
創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梓田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繼續訪美行程推介香港優勢。他昨日在三藩市出席商務午
餐會時提到香港與三藩市有很多共通點，包括兩地都有很多知
名學府，三藩市是創新中心，有很多科技巨企，而包括香港在
內的大灣區，亦有騰訊（0700）等大型科技公司。兩地所在的
灣區均吸引大量人才，是各自優勢。

香港與三藩市可互補共贏
陳茂波指出，香港和三藩市都屬灣區地區，兩者的人口規模

不同，三藩市灣區人口約700萬；大灣區則有約8,700萬人，佔
全國人口6%，對內地經濟貢獻約12%。他說，兩地差異可帶
來合作機會，尋求互利共贏。三藩市企業可以借助香港平台，
在內地甚至亞洲推出產品或服務。初創以及不同階段的企業，
均可以來港融資，支持業務發展。
他又提到，香港非常有競爭力，包括非常低及簡單稅制，貨
物、資本、人才、資訊自由流通，亦沒有匯兌限制，機遇龐
大。他又說，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優勢，「一國兩
制」運作良好。
陳茂波在三藩市還參訪5家來自香港科學園、正在當地培訓及
開拓市場的香港初創企業，了解他們的發展情況。他強調，香港
能擔當起「超級聯繫人」角色，成為匯聚粵港澳大灣區及三藩市
灣區的人才、資金及技術、聯通兩個市場的理想橋樑及平台。
科技園今年首辦Startup Booster Programme，於本月初安排了5
間具有高潛力的香港初創，赴美國硅谷培訓及發展業務。5間初創

為科技園公司的創科培育計劃及企業加速計劃的夥伴企業，包括：
諾達科技機械人有限公司、RaSpect、GoGoChart、ÖKOSIX，以
及理大玻璃。該些企業從事可降解材料、新建築物料、智能機械人
等範疇，相關企業創辦人對綠色未來、智慧城市、電子商貿和人工
智能，都抱有願景和充滿熱情，不斷探索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投推署簽備忘促交流合作
另外，投資推廣署與三藩市商務組織「灣區委員會」，在午

餐會上亦有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促進香港與三藩市灣區在投
資推廣方面的交流及合作，重點推動綠色經濟及可持續發展。

◆陳茂波（右）在三藩市向當地工商和創科界介紹香港最新的
經濟情況和發展方向。

◀黃碧娟（中）表示，集團未來3年擬在大中華
地區投資15億港元，發展技術平台、產品和設施
等。左為陳偉名，右為王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攝


